
新密爱心企业
帮助困难群体

本报讯 昨日，久违的阳光把新
密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校园里照射得
暖洋洋的。学生们静静地坐在校园
里等待着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新
密市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的员工代
表。他们来这里为特殊教育学校的
残疾儿童送来两台太阳能热水器和
两台消毒柜，这些物品也是根据学校
的需求而捐赠的。

港华燃气公司总经理仲剑明说：
“我们来这里就是想为这些身体上有
残疾的孩子办点实事，让他们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以唤起社会上更多的爱
心人士和爱心企业参加到爱心捐赠
上来。”随后，仲剑明一行又赶到新密
市来集宋楼村十几户困难群众家里，
给他们送去了油、大米和200元现金
红包。 记者 王银廷

二七区大学路街道
计生宣传受欢迎

本报讯 二七区大学路街道昨
日组织辖区公共单位和社区计生工
作人员在中苑名都永辉超市门口，开
展别开生面的“双节为辖区居民送大
礼”活动，周边居民（包括来自流动人
口家庭的）270多人参与了活动。

活动共设置三块区域，分别为义
诊区、娱乐区、宣传品发放区。义诊
区为市民提供血压测量、常见疾病咨
询等多项免费检测。娱乐区开展了
猜谜语、套圈等内容丰富的节目。街
道现场共发放自制人口计生宣传彩
页400余份、免费避孕药具300多盒，
接受市民 500 余人咨询服务，义诊
260人。

记者 王菁 通讯员 王芳

上街区教体局
请评委为中层打分

本报讯 近日，上街区教体局召
开 2012 年度科室长、学校校长工作
述职大会，特别邀请了区人大、区政
府等单位 18 人担任评委，对全区教
育系统 21 名校长、10 名科室长的年
度述职进行现场打分。这次述职大
会不仅创新了年度工作评价机制，而
且激发了上街教职工进一步发展教
育事业的坚定信念和热情。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刘超 戚润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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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菁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二七区区委区政府
了解到，二七区去年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现
代产业体系构建、网格化管理三大主题工作，效
果显著：呈现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
生持续改善的良好局面。去年多项指标位列前
茅，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力争突破300亿元。

据初步统计，2012年二七区地区生产总值
预计完成 365 亿元，同比增长 11%；财政总收

入完成 55.57 亿元，增长 17.03%；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 235亿元，增长 24%。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 23018 元
和 15281元，增速分别为 11%和 13%。其中拆
迁绿化、投融资、土地保障工作、四类社区建
设、项目招商和引资、二七新城建设、马寨产业
集聚区建设、城市管理工作等，多项指标位列
全市前茅。

2013年，投资将成为二七区经济建设的关
键词。根据郑州市委市政府确立的 2013年工

作重点，二七区制定了全年经济发展总目标：
实现“43333”计划，即GDP超400亿元、服务业
增加值超300亿元、投资超300亿元、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超 300亿元、财政收入净增 3亿元
以上，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力争突破300亿元，
增速达30%。二七区将以做好“资金、土地、规
划”工作为三大保障，围绕项目建设带动投资
加速扩容，着力推动全区项目的大投入、大建
设，确保全年新开工项目57个，其中超10亿元
项目10个、超亿元项目15个。

二七区去年多项指标位列全市前茅
今年固定资产投资欲破300亿元

家徒四壁，与老伴靠两亩坡地清贫度日

登封“神农”张西仁60年为民采药送药
两次因采药摔下山谷 药无论多少均不收分文，谁若想留钱，“请把药留下”

传说医药之祖神农尝
百草制药济世度人。如今
在嵩山脚下，有一位叫张
西仁的老人，自少年时代
起，每天徒步5公里，披星
戴月，翻山越岭，出没云
间，采药施药，治病救人。
两次摔伤无悔，60 年间坚
持送药不收分文，当地乡亲
赞其是“御寨山好人”，登封
网友称其为“嵩山神农”。

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张朝晖 刘会宾 文/图

今年 75 岁的张西仁家住登封市少林
办事处张庄村，据乡邻介绍，张西仁十几岁
时就跟随父亲上少室山顶峰御寨山采草药
帮助乡亲。张西仁自小就跟随父亲研究植
物特性。由于许多草药长在悬崖、石缝间，
需要他如猿一样攀壁而采。他用的工具是
镰刀。“俺爹从小教我认识山上的各种草药，
告诉我这些草药都能预防啥病，治疗啥病。”

采摘长在悬崖边、石缝里的药材，危险
自然难免。张西仁的老伴刘银凤告诉记者，
张西仁24岁那年，上山采药时，经过“嵩门
待月”的毛妮洞，不慎失足跌落山崖，“幸
亏当时掉进下面的一个深水潭里，不然就
没命了”。

刘银凤说，张西仁35岁那年，正是人民
公社大跃进时代，按照生产队的要求，村里
的青壮年要上山砍荆条帮村里搞副业，张西
仁念念不忘的还是忙中偷闲为乡亲们采草
药，结果一不小心掉下几十丈的山谷。“幸亏
半道挂在了树枝上，他命硬，大难不死，虽然
吐了很多血，还是活到了现在。”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挖到的药材通常
有柴胡、血参、苍术、益母草、灵芝、杏叶参、
柳叶参、石挡参等十几种。石挡参，生长在
石缝里。采摘石挡参时，张西仁要把腰弯下
很低很低，趴在石头上。“石头缝很窄，只有
手才能伸进去，有时候里面会有长虫（指蛇）
或蝎子，几年前，就被蝎子拧（蜇）了一下，整
条胳膊肿得像棵小树。”

农闲时节，秋种过后，每天早晨六七点
钟，张西仁吃过早饭后就上山采药。日薄西
山时，张西仁挑着草药下山，志得意满的他
就像一个打靶归来的战士。“多的时候，可以
挖二斤，最少，二两多点……”张西仁说。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张西仁的家，张西仁
拿出所剩不多的药材让记者看。“这叫地骨皮，
也叫红耳坠根儿，清热消毒，药的路子宽。”张
西仁说，“挖来的药材都送给乡亲了，家里就
剩这些了。”老人家的衣服破烂不堪，上面全
是尘土。常年挖药材的手上，沟沟壑壑，布满
了老茧。

张西仁的家在村子中间，几块木板拼凑到

一块的大门，快要坍塌的土院墙，50多年前的土
瓦房，就是张西仁与老伴的“空巢”。与周围盖
着楼房的街坊们相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屋
子没有生火，床上放着两条薄薄的被子。张西
仁告诉记者，年轻的时候，有个女儿，因病夭
折。后来抱养了一个女儿。养女出嫁后，体弱
多病，家境贫困。他们也不想拖累女儿，就自己
过。老两口还有两亩地，收成够养活自己。

张庄村大多数村民都向张西仁要过药
材。大家知道，给他钱他也不要，有的给他拿
点挂面、洗衣粉之类的。“拿啥东西呀，能帮你
们的忙，俺心里高兴。”除了张庄村，周围十里
八村的乡亲们，也都慕名而来找张西仁。“俺家
里，只要有人头疼脑热了，就去老张叔家要点
柴胡，回去熬熬一喝就没啥事了。”今年 42岁
的秋娥嫂，已经记不清到张西仁家要过多少次
药了。

2007年秋，一群新乡驴友攀登御寨山时，
遇到刚挖完药材准备回家的张西仁老人，人家
要买他的药材，他把刚挖的药材送给人家，人
家给他钱，他不要。人家把钱放在地上就走。
他说：“恁要这样，把药材给我留下。”最后，驴
友们含泪，拿着药材走了。

A 自小随父采药忙

B 两次掉崖摔得吐血

c

D 助乡亲也助驴友

张西仁采药前后用了18把镰刀

张西仁为来客介绍草药功能


